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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 摘 要 ] 针 对 国 家 自 然科 学 基 金 委 员 会 共 享 航 次 调 查 数 据 汇 交 与 共 享 的 迫切 需 求 , 结合 数 据 汇


交工 作 中 遇到 的 实 际 问 题 , 提 出 构建 面 向 科 学 研 究 服务 的 基 金 委 共 享 航 次 调 查 数 据 汇 交体 系 , 包 括


数 据 汇 交体 系 的 总体框 架 , 设 计 数据 汇 交 内 容 、 时 间 节 点 及 以 人工 与 网 络 结 合 汇 交方 式 的 汇 交 方 案


等 。 并 从 数 据 汇 交 的 工 作流 程清 晰 化 、 明 确 数 据 生 成 者 和 数据 管 理 者 的 责 任 、 方 便 两 者 之 间 有 效 互


动 、 提 高 数 据 汇 交 工 作效 率 等 诸 方 面 阐 述 了 构建 的 要 素 。


[ 关键词 ] 共享航次 , 汇交体系 , 元数据


国 家 自 然科学基 金委 员 会 ( 简 称
“

基金 委
”

) 于	理 ,
规范数据汇交工作 , 基金委于 2 0 1 0 年立项

“

船时


2 0 0 9 年开 始试点 推行共 享航次计划 ( 简称
“

共享航 共享航次调查资料管理模式研究
”

, 由 基金委青岛 海


次
”

)
, 为必须进行海上 考察 的科学基金项 目 提供船	洋科学数据共享服务 中 心 ( 简称

“

数据服务 中 心
”

) 负


舶运行时间 , 以 确 保 自 然科学基金资 助项 目 海上考	责实施开展共享航次科学调查数据汇交工作 。 共享


察任务 的实施 。 并 以 此为 契机 , 探索海上 观测平 台	航次数据的收集和 管理对集成 分散 的 数据 资源 、 拓


共享机制 , 加强海洋现场数据的长期积 累 , 促进海洋	宽数据资 源 的应用 范 围 、 提高数据管理与 共享航次


科学研究多学科交叉与 融合 , 以及 科学家之间 的交 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应用性价值和 意义 。


流与合作 , 这有助 于推动和 提升我 国 对海洋科学领	,


域
-

些重大科学问纖研究 。 该项 目 启 动 以来 至今
1 知航次海 洋科学数 据共孚汇交体系


已 资助 3 1 个航次 ( 截止到 2 0 1 4 年底 ) , 依托项 目 涉	共享航次海洋科学考察是由 多 航次 、 多 区域 、 多


及基金委 6 个学部 , 几乎 覆盖 所有 海洋科学基金项	单位协作参与 的综合性 、 延续性 的科研 活动 。 所获


目类型 。 目 前积累 的 T B 级科学数据与 资料大部分	数据跨时 长 、 涉及 学科广 、 类 型 杂 、 课题多 、 来源 散 ,


分散保存在于研究调查单位的相关各课题组 。 而海	数据资源组织 比较困难 , 而航次搭载 的课题之 间 、 学


洋调查 因成本大 、 难度高 、 耗 时多 , 科研人员 对这些	科之间 、 单位 之 间对数 据 的共享需 求 强 烈 , 因 此构


散置数据的共享需求迫切 。	建 、 改进 、 完 备数据汇交体系是共享航次项 目 持续实


数据是数据共享 的 主体 , 数据 汇 交是实现数据	施过程中 亟待解决的 问题 。


共享 的前提和基础 , 构建完备的数据 汇交体系 是确 在数据知识产权的所属关联不被更改及严格 执


保数据共享服务可持续深人拓展的根本 。 如何把这	行有关保密规定的前 提下 , 搭载共享 航次的 科研项


些弥足珍贵 、 纷繁杂乱 的资料有效收 集 、 管理 , 使调	目 负 责人将科学调 查过程中 产生的所有数据 资源 汇


查数据得到 有效 的汇集 与共享 , 并进
一

步实现科研	交到数据服务 中 心 , 数据服务 中 心 接收管 理审 核验


价值最大化 , 是促使共 享航次调査工作 持续发展的	收通过 的数据 , 并整 理生成数据集 , 形成共享航次调


基础 工作 。 为了加 强基金委共享航次调查数据的 管	查数据汇交体系 。


*  E m a i
l

 ; S o n g z h u a n l
i n g @ f

i
o .  o r g .  c n


本文于 2 0
1 4 年 7 月 1 6 日 收到 。




4 5 6	中 国 科 学 基 金	2 0 U 年


共享航次数据汇交工作 自 2 0 1 0 年启动 以 来 ,
了	数据汇交共享中 的主 要模式 , 有效化解数据汇 交共


解到初期进展缓慢主 要原因 有两点 : ( 1 ) 数据共享	享 中各方利 益冲突 的矛 盾 。 同时 解决了 多 学科 、 多


主 观意识弱 。

一些数 据持有 者过高 看 重信息 的价	类型数据难以 设计出 统
一

标准格式 , 数据繁 杂难 以


值 , 且 因担心数据安全问题 , 将原本可 以 公开的信息	管理的 问题 。 工作 实践证明 该模式在共享航次数据


封存 自 闭 , 形成信息 资 源
“

分割 拥 有 、 垄 断使用
”

局	汇交工作 中得到参与航次科学家的共同认可 。


面 。 ⑵ M 汇交规则 不_ 。 S 为 共享航■据
2 元数据标 准格式及 内 容设计


格式各异 , 科研人员 不 了 解数据格式统
一处理规则


和数据汇交方法 , 主 观臆想加大数据 整 理难度 , 阻碍	对文件类型数据而言 , 数据集所包含的 数据实


了 数据提交 的积极性 。	体 内容 、 数 目 、 属性字段是 因 科研项 目 不同而相异 ,


针对这些问题
, 数据服务 中 心 根据共享航次调	为 能准确 地说明数 据实体便于 检索 , 需要对于数 据


查科学数据 的特点 , 采用 基于 元数据 ( m e t a d a t a ) 的	实体的产生条件 、 发展过程 、 属性 字段 等详细说 明
,


数据汇交模式 。 该模式在多学科 、 多类型 、 多格式的	即数据集的元数据 。


繁 杂数据汇交管理上被普遍认 同 , 并有 广 泛 的应用	虽然共享航次调查数据具有多 学科 、 多 类型 、 多


与 推广 。	格式等特点 , 但仍 有共有属 性 , 如 数据所属 项 目 、 数


元数据也称中 介数据 、 描述数据 , 是
“

关于 数据	据所属学科 、 数据采集 时 间 、 数据采集 区域 、 数据采


的数据
”

( d a t a  a b o u t  d a t a ) , 是描述数据特征的数据 ,
集单位 、 保管存放地点 、 数据联系人 、 数据内 容描述 、


也是关于 数据结构的 数据 。 在数据仓库 中 , 元数据	数据保护期 、 数据质量评价等 。 这些共有属 性字段


被定义为 描述数据特征及其环境的数据 。 它主要有	可设为 数 据 的
一级元 数据 , 也称 为 数 据 的 核 心元


以 下 3 方面的作用 :	数据 。


( 1 ) 描述功能 : 数据提供者利 用元数据详细 、 全	考虑到数据服务 中 心 需要反馈数据汇交 回 执 ,


面 的描述数据资源 , 阐 明数据的数据量大小 、 分布空	记录汇交事件 。 为 简化汇交流 程 , 提高 汇交工作效


间 、 采集时 间 、 采集手段 、 数据格式等基本特征 , 严格	率 , 在元数据部分设计 3 个表格包括共享航次搭载


准确地 区 分数据资源 。 解 决数据资源
“

是什么
”

的	项 目 清单 、 拟采集数据信息 表及数据汇交 回 执 由航


问题 ;	次首席和搭载 项 目 负责人填写提交 。


( 2 ) 发现功 能 : 数据使用 者利 用元数据确 认和	科研人员 对数据共享的要求是便捷地获得所需


检索所需要 的数据资源 。 解决数据对象
“

在哪 里
”

的	的具有科研价值的调 查数据或分 析数 据 , 不仅 限于


问题 ;	元数据 。 数据服务 中 心 建立元数据库 的 同 时 , 按照


( 3 ) 管理功 能 : 数据管理者 利用 元数 据组织数	既定规则 分类整 合 已 汇 交 的数据形 成实 体调 查数


据信息对象 , 建立各数据信息 对象之间 的关系
, 提供	据集 。


数据资源 的存储 、 管理 和使用 等方面 的信息 。 解决	在共享航次数据汇交体 系 结构 中 , 需要汇交 的


数据对象
“

如何存储 、 如何发布 、 如何获取
”

的 问 题 。	数据有元数据 、 实测 数据 、 航 次报告 , 构成数 据的一


基于元数据的数据汇交模式巳 成为 目前多 学科	个全面 的描述体系 。 具体汇交内 容如 图 1 所示 。


共享航次汇交内容


1 ;	 I	 ;

	
1


元娜 |	 (

实测数据
|	 |

航次报告


-
(

■ 拟采集数据信息表
| -

[  
? 原始观测数据


-
(

~
因 数据汇交囬执 | -

(  
? 质控数据


/
	

V	 /	 N


L
 S 航次搭载项 目 清单	因 数据格式和质控


过程说明报告

V

,	/


图 1 数据汇交 内 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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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 中 元数据包括的 三 个表格和 航次报告按 照 3 数据管理模式与质量控制


w w w .  n s f c o d c .  c n 首 页发 布的 文档格式编 写提交 。


调查数据头碰 照 自 自賊顏 、 I t 交 。 拽舰 :	M M J i—

( 1 ) 实测 原始数 据 : 如 g p s 数 据 、 气象数 据 、 ^ 	z z l

m ^ Z Z t Z z L t Z l Z Z Z l Z

分 。 目 前采用集中 式管理的方式完成数据存储 的管


A D C P 原始记录数据 、 C T D 原始记 录 的二进制码及

,

,  , ,	理 。 集 中式管理要求数据生产者和数据提交者把兀

仪器标定文件 ( h e x

、
c o n

、
b l 、 h d r

 等 )
;	^ 4 ? o ra  ^ _

 a n  ̂

_  _  _  ^ +

, 3  
-
r  a ,  M  / A .  C

-
 fc ,  -? ,  A # ,

-

r , ? r m 	数据和实测 数据都提交到 数据 服务 中 也、
, 数据服务


( 2 ) 质控数 据 : 数据采集单位后 处理的 科学研	士 、 及 主 一 胁柏


, ^ m r

中心 负 责兀数据对外发布与数据共享服务 。 这种管

究数据 。 如 C T D 依据规范 程序处理得到 的 l d b 数	 / 、 出 t a / v ^ ￡=


1	理模式有利 于提高数据分发效率 、 保 障数据安 全存

据和采水 层数据 ( c n V 、 r 0 S ) 、 采水层 营 养 盐测 试数


据 、 柱 状样测试数据等 ;


为确保数据安全 , 防止数据零丢失
。

根据实 际

( 3 ) 数据报告 : 包括数据质控方法介绍 、 数据分	难￥	 -

!
5  m i 1

7  n
. i ^ / r r  A A


布区域 、 数据可视化图等 。	+	m + _
>
v


本地硬盘和光盘库冷备份方式 。 硬盘备份方法包括


f 航次首席 I 数据服务中心 !

搭载项 百 负责人

程	 ?	?	节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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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航


汇
l	 1 [	 |	拟采集信息表

|

次


交
I 拟采集雙表 H

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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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 数据汇交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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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期增量备份与差异备份
, 光盘增 量备份后参考 《管	4 结语


理规范和 电 子文件 归 档 与 电 子档 案管 理办 法 G B /	共享航次调査数据汇交工作实施过程 中 从最初


T 1 8 8 9 4 — 2 0 0 2 》与《 青岛市 电 子文件归 档 》实 行严格	的基于元数据的资料汇交模式逐步扩展到元数据和


的 电子档 案管理 。	实体数据相结合的汇交管理模式 , 拟定 了 数据汇 交


由 于共享航次数据共享模式处 于调 研阶段 , 数	体 系 的总 体框架 , 设计了 数据汇交 内 容 、 时 间节点及


据服务 中 心 暂不提供数据共享服务 。 但航次 内 部可	以 人工与 网络结合汇交方式的汇交方案 。 在数据汇


以 共享数据 , 数据提供者可 以 充分优先使用数据 , 数	交工作初期 , 多采用 人工汇 交 。 至今数据服务 中 心


据需求方如 有数据 分发需求 , 可通过元数据 了 解到	已 收集到 2 8 4 G B 共享航次调查数据 , 搭载共享航次


数据存放信息 联系 数据提供者 获取 , 以 保护 数据生	的科学家逐步认可数据汇交工作 。


产者的 知识产权 。	为 了保证数据传输便 捷 , 本课题组 目 前正在研


3 . 2 数据质量控制	发基于 网络的共享航次数据汇 交系 统 , 科学规划 数


数据质量是关 系到 数据能否 有效应用 的 根 本 。 据汇交流程 , 以保证汇交数据的统一性 、 全面性和 便


在共享航次汇交的数据整理过程以 及用户 共享 申 请	捷性 , 为数据汇交和 共享 提供 自 动化技术平 台 。 另


的数据内容中 发现提交基础性最强 、 共享需求度最	外共享航次调查数据汇交体系 尚 处于试 运行 阶段 ,


旺盛的必备环境数 据质量 良莠不齐 。 如 C T D 数据	汇 交方案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根据专家意见和 实际情


因各航次使用 的仪器型 号各异 , 采样频率和 仪器精	况不断调整
, 力争切实可行 , 建议 建立科学 、 有效 的


度也 有很大的差别 , 且 提交 的 C T D 数据内 容 不一
, 数据汇交管理机制 , 为后斯推进共享航次科 学数据


有的仅提交了 机器码格式 的原始数 据 , 无法看到 可	共享打下 基础 。


读数据 ; 也有的仅 提交 了 成果数据 ,
没有原始 数据 ,


不能溯源查询 ; 当然也有提交比 较全面的 , 既有原始	致谢 本文 工作得到 国 家 自 然科 学基金 资助 ( 资 助


数据 , 也有处理过的成果数据 , 并附加 了 现场 航次报	号 :
4 1 3 0 6 0 9 4 )

。


告 , 便于 了解数据内 容及其生产过程 。


为了保障数据 的安全性 、 准确 性 、 完 备性 , 数据	?  #  5 : M


服务中 心对需求程度高 的基础数据依据数据质 量控	[ 1 ] 王亮绪 , 吴立 宗 , 李 红星 ,
等 . 面 向 黑河 流域生 态水 文过程 集


制方法给予质量审 核与评价 管理 , 并反馈给 数据提	成 胃 a s —M ? ffl ’ 2 0
i 3 ’ 2 8


供方数据质量评价 报告 。 随着 汇交工作的 进展 , 质
[ 2 ] 紅成 果 地職料 电 子 文 档 的 汇 交 与保 管 . 云 南地 质 ,


量控制 也将根据不 同 专业建立数据质量准则 , 逐步	 2 0 0 5
,
2 4 ( 2 )

,
2 0 7

—
2 1 1 .


扩大质控覆盖面 。	 [ 3 ] 刘青荣 . 谈 高校档案管理分类编号工作 . 合 肥教 育学 院学报 ,


3 . 3 数据汇 交流 程	 2_ ’ 1 7 ⑷ : 6 9
—

7 0 -


本 7 施 / 口 热披 V r A T / fc A A W 制 M t B B  ^  ^  m  ^	W 王卷乐 ’ 杨雅萍 , 诸云强 , 等 .

“

打 3

”

计划资源环境领 域数据汇

为 了确保数据 汇交工作 的顺利 进展 , 数据服务	交进展与数据分析 . 地球科学进展 , 紙 2 4 ( 8 ) : 9 4 7

—
9 5 3 .


中 心引 人流程 管理思 想用 来规范 数据 汇 交与 管理 。	 [ 5 ] 张文君 . 澳大利亚地质 资料汇交 管理制 度及其 启 示 . 兰台 世


明确 汇交步骤 与双方责任 , 方便数据提交者清晰 地	界 , 2 G 1 Q
,
⑷ : 1 4 .


了解汇交环节 、 内容和 过程 , 保质保量 汇交到数据服	[ 6 ] 姜竹君 ? 成果地质资料汇交中 存在的 问题及建议 . 甘肃地质 ,


务中 心 。 数据汇交流程包括 数据的 改造 、 数据 的审
[ ? ]	几点 看 法 , 西 部探 矿工 程 ,


核 、 数据 的管理 , 具体工作流程如 图 2 所示 。	2 Q 1 3 ,
( 3 ) : m —

i 9 Q .


数据提交负责人按 交方案 和数据 f l
: 交 的格	[ 8 ] 耿庆斋

, 安波 , 朱星明 . 基于元数据的 水利科学数据 汇交体系


式标准进行各 自 专业领域的数据加工 、 整理 , 根据时	研究 . 水利水电 技术 ’ 

2 0 0 9
’ 4 0 ( 5 ) : 8 1

—
8 5 .


间节点 进行汇交 。 麵服务 中 心根据数据验收质量	[ 9 ]

 = =
? 农體学数据共享 巾 数据 汇交与 管珊究 . 科技 管


_	理研究 ,
2 0 0 9 , (

8 )  : 2 8 4
—

2 8 6 .


控制标准及相 关管理办法验 收上交 的数据 , 对于合	[ 1 0
] 林丹红 , 钟伶? 中 医药 实验 性研究课题科 学数据汇交探 讨. 科


格的数据和数据集提供数据 汇交证 明 , 以 确保 数据	技管理研究 ,
2 0 0 6

,
0 1 )  

:
1 2 5

—
1 2 7 .


的知识产权和使用范围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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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 资 料信 息 ?


《 2 0 1 5 年度国 家 自 然科学基金项 目 指南 》征订通知


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编制 的 《 2 0 1 5 年 国家	心 张 艳东


自 然科学基金项 目 指南 》 ( 以 下 简称 《项 目 指南 》 ) 将	联系 电话 : 0 1 0
-

6 2 3 2 6 9 7 3 /
6 2 3 2 7 2 1 8

;


于 2 0 1 4 年 1 2 月 中 旬 出 版发行 。
《项 目 指南 》 中 的部	传真 :

0 1 0
-

6 2 3 2 7 2 2 0


分学科代码等内 容有 了新 的变化 , 为 了 更好地 了 解	2
. 请购书 单位在银行或 邮局 的汇 款单上 务必


国 家 自 然科学基金的资助政策 ,
学科资助 范围

,
正确	详细注明 单位名 称和 姓名 及数 量 , 否 则 无法开具发


选择资助类别 、 研究领域及研究方向 , 准确选择 申 请	票和按时寄书 。 ( 财务室电话 :
0 1 0

-
6 2 3 2 7 0 2 0 )


代码 , 请广大基金 申请人和管理者踊跃订购《 项 目 指	银 行汇 款


南 》 。	开户 银行 : 中 国工商银行北京北太平庄支行


《项 目 指南 》针对 2 0 1 5 年 度集 中 接收 的各类项	单位名称 : 国 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机关 服务


目 进行介绍 , 充分体现 2 0 1 5 年科学基金资助工作的	中心


指 导思想 、 最新 资助政策和 管理办法 , 是指导 申 请国	银行帐号 :
0 2 0 0 0 1 0 0 0 9 0 1 4 4 5 0 2 9 6


家 自 然科学基金 的重要依据 , 是广 大科 学基 金 申请	邮 局汇款


人 、 管理者和评审者必读的参考文献 。	单位名称 : 国 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机关 服务


1 . 为 了 便 于订购 和 邮 寄 , 请 各单位详 细 填 写	中心 财务室


《 征订单 》 ( h t t p : / / w w w .  n s f c .

 g o v .  c n / p u b l i s h / p o r
-	单位地址 : 北京市海淀区双清路 8 3 号


t a l O /
t a b 3 8

/
i n f o 4 5 2 0 7

.  h t m ) , 用挂 号信或传 真发至	邮政编码 :
1 0 0 0 8 5


国 家 自 然科 学基金 委 员 会 机关 服务 中 心 办公 室 。	附件 : 《 2 0 1 5 年度 国 家 自 然科学基金项 目 指 南 》


《项 目 指南 》定价 3 8 元 ,
2 0 1 4 年 1 2 月 1 5 日 后发行	征订单


《项 目 指南 》 。


通信地址 : 北京市海 淀区双清 路 8 3 号 邮政 编	国 家 自 然 科学 基金委员 会 机关 服务 中 心


码 : 1 0 0 0 8 5	2 0 1 4  年  9  月 1 5  曰


联系人 : 国 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 机关 服务中



